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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人時間最多 
                                                        ■ 聖嚴 師父 

在座的居士們，你們多半是非常忙碌的人，

但都還有時間來聽佛法、學打坐、念佛、拜懺、參

加法鼓山的護法工作。可見忙人時間最多。我認識

的有一位家庭主婦，很少來共修，我問原因，她就

向我表示她每天都很忙，忙得很辛苦。問她忙些什

麼？原來她只需要照顧一位先生，每天只忙早晚兩

餐，她卻感到忙得不得了。可見閒人時間最少。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花費的時間不需要很多，做

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節省時間，不要拖泥帶水地浪費

時間。有人漱口要花二十分鐘，一天漱上五次，就

要耗掉一百分鐘，這是很不經濟的做事方法。 

  

我有一位出家的朋友，他每天早上要洗頭，他真是

本事大，一次次地洗，洗到盆裡沒有一點頭皮屑才

算洗淨，所以要半個小時。我問他：「你有這麼多

時間洗頭嗎？」他說：「不！我在修行，我心平氣

和地把我的頭洗到乾淨為止，我的心也洗得乾乾淨

淨。」我很佩服他，但是我沒有這麼多時間可以洗

頭，所以我一天只洗一次，每次只要一、兩分鐘；

剃頭也是，可快可慢。因此諸位在處理自己的日常

生活時，可以安排順序，精簡時間，你就能夠很快

地把許多事情處理完畢。時間太多的人常常是不知

不覺地就把時間耗磨了。 

像身居高位的人，或者經營大事業的人，每天要

處理許多事，他們怎麼應付呢？我曾問過一位大

人物，他是怎麼應付那麼多公事的？他說：「君

逸臣勞，做主管的不需要忙，不必動筆，只要動

嘴。主管的桌上不應該有公文，公文應該由下面

的人批。我頭腦始終保持冷靜，一遇到什麼事，

我就告訴他們怎麼處理，不需要我自己動手，我

一通電話可以處理很多事、解決很多問題。但是

有的人不會處理事情，本來一通電話就可以解

決，他卻要打上二十通電話，講了又講，結果下

面的人這個也不知道、那個也不知道。」所以他

說：「我做這個官，事情雖然很多，但是並不太

忙。」我說：「你有時間打坐嗎？」他說：「有啊！

我每天早晚都打坐。」 

  

他們那麼忙，那有時間呢？有，特別忙的人一定

有時間；不忙的人反而沒有時間，為什麼？因為

寶貴生命、珍惜時間，就會善用時間；不知生命

可貴、不懂時間無價，就不爭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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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如何與佛相遇？ 

很多人或許難忘在生命困頓時，曾因聽聞到佛經的一句佛法而心開意

解；或在人生最茫然時，因一本佛經的究竟實相之理，指引了人生的

方向，找到生命的皈依處；或是被經文之美感動，因而走入佛法的殿

堂！不管什麼方式和機緣，因佛經而與佛初次相遇，也許不經意卻令

人難忘，因為在那一刻，自己的生命已經因這一因緣而改變！就如禪

宗六祖惠能乍聞《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改變人生，

甚至改寫了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 

正確的讀經態度 

印順法師在《成佛之道》中提到聽聞佛法時，如果抱著三種不同的心

態，即使有因緣聽聞佛法，也是徒然無用的！其中有一精彩譬喻：若

將佛法譬喻為雨水，聽法之人如碗或杯子，倒覆在空地上，雨水是無

法流入碗中；以此說明如果態度不注意、不專心，即使聽了也等於沒

聽。第二種是由於在碗中原先就已裝有髒物或毒素，即使能裝入雨水

也不能用；以此形容雖然專心聽，可是因心裡有成見，聽了反而會生

起對佛法的懷疑。第三種則是碗已經有了裂縫，即使清淨無毒，也還

是漏得一無所有；以此譬喻心中雖沒有成見疑惑，可是內心散亂、事

務匆忙，聽過後，不久還是忘得一乾二淨。因此，我們讀經聞法需要

專心，並對佛法有信心。如果心有疑惑，需要尋求解惑，不要抱持懷

疑心來讀經。 

雖然我們無法與佛生於相同的時代，不能與佛陀的弟子們：阿難尊

者、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隨佛一起坐在菩提樹

下，仰著脖頸，歡喜聽佛說法，但只要翻開佛經，我們就可以與佛相

遇。「如是我聞」這一句話，不只阿難尊者能說，我們在讀過佛經後，

也能與朋友分享：「我聽佛陀曾經這樣說……。」 

佛法難聞今已聞 

我們身處在這腳步快速、生活繁忙的時代中，永遠無法度量佛陀在數

千年前所說的哪些經典語錄，會在什麼時候進入哪些人的生命裡。「佛

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說的同一句話，每個聽聞者會

因為各自的遭遇、理解層次的不同而各自有不同的體會。 

然而，更重要是，與佛相遇之後，放下過去，建立起佛法的思維，並

在生活之中體證佛所說之法。或是，隨著學佛日久，雖然曉得佛法的

美好，卻有使不上力的感覺，不妨回首自己首次在佛經裡與佛相遇的

因緣，是怎樣讓自己感動，回到初發心，再為學佛道路注入動力。                                                 

                                                             --選自《 心在哪裡 》 

 



   
 
 
 

 
 
 
 
 
 
 
 
 
 
 

 
 
 
 
 
 
 
 
 
 
 

 
 
 
 

 

 

 

 

 

 
  菜鳥的廚房樂園 
 
  佛法不僅是書本中的智慧語錄，對我來說佛法就在身邊。 
 

□ 演觀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四期 P.16 》 

《七佛略說戒經》：「忍辱第一道，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在僧大的共住生

活中，面對各種不同個性的師兄弟，彼此互動

中，難免會因不同的習性而造成磨擦。 

  師父曾說：「起煩惱就錯了。」起初聽到這

話並不是很懂，但在僧大的執事中慢慢體會

到：從修行解脫的立場，不管事情誰對誰錯，

當起煩惱的情緒來時，已離開了慈悲心。 

  我很清楚自己是來修行的，不是來造更多

的生死業，因此，當內心不平靜時，便要提起

慚愧心來調柔自我。 

  「有慚愧心就會知錯，有懺悔心必能改過，

有菩提心就會向善。」這是我在僧大修行生活

中所體會到的。 

  從共住共事的經驗與觀察中體會到，在生

活中，不管是看自己或看別人，在待人處事中

難免會讓人不舒服，如果覺照力不夠，時時會

讓他人與自己起煩惱，那是因為不知道修行要

時時護念他人，不懂得知錯，老是怪他人、怪

環境，沒有慚愧和懺悔；或是只活在自己的世

界中、我執太重，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根

本不知道錯了。應該要趕快懺悔求改善，甚或

更進一步發利人的菩提心；也為大眾和合，下

定決心改掉自己的習氣，放下偏見，成就團體。 

  最常在出坡及團體活動中察覺到自己及他

人的習性。自己與團隊不合和，想法、做法有

出入，這時候便告訴自己要起慚愧心，反觀看

看自己哪裡錯了，促使他人起煩惱，要趕快悔

過或調整自己，以慈悲心待人處事。 

  並非自認為是對的，就沒有考量整體，自

己做自己的、不管他人、得理不饒人，都違背

了修行的態度。有時候可能錯不在我，但不小

心踩到他人的地雷，是自己沒有以同理心站在

對方的立場，也或許是過去生中沒有跟對方結

善緣，同樣當起慚愧懺悔心，並再發願廣結善

緣。 

  有悲願心，使我能邁向大乘精神，如果只

是慚愧、懺悔，大概只能停留在某種程度的人

格提昇。而發菩提心，為利益眾生的悲心，常

能促使自己為眾生，要更努力不懈怠，遇到困

境，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因為不

只是為自己的利益，更是為了廣大的眾生。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六期 P.９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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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五期 P.199 》 

自導自演自苦之 

行者阿信的煩惱 
■ 阿丁 



 

 

 

 

 

 

 

 

 

這句話是絕對的真理。健康應該是指身心正常，少病少惱，活得積極而又愉快自得。但是，

身體雖然重要，心理健康尤其重要。 

 

  在今天台灣的佛教界，有好幾位大德都是身體很不好的，像印順長老，今（民國七十

九年）已經八十四歲，但他從年輕到老，總是在害著病，他的學識之深廣，著作之等身，

在我們佛教史上堪稱罕見。他看了那麼多書、寫了那麼多的著作，那麼有學問，應該是最

忙的人，而他老是在害病。又如印順長老的弟子證嚴法師，她也常常有病，隨時有暈倒的

危險，她的徒弟們很為她擔心，她卻平安的活了下來，每天也在不停地忙。因為她有悲願，

願心無窮，所以健康也沒有問題。 

 

  我的徒弟也擔心我的健康，他們說：「師父一天到晚早起晚睡，吃得少、工作多、談

話也多，如果師父一旦圓寂，我們法鼓山誰來當住持？誰又能把法鼓山建起來？」我徒弟

的這份孝心我很感謝。 

 

  我的身體很差，這是不爭的事實，而最近更差，但是諸位不要擔心，我自己知道身體

為什麼差，我也會找時間休息，但我相信我的心理健康，有了病也沒關係。其實你們諸位

也不要妄自菲薄，認為你們不是師父，要等修到師父那個程度，再來勤勞。這是錯誤的想

法，就是因為還沒有修好，所以要趕快勤勞，勤勞以後才有健康，因為不勤勞所以才害病。

因此我勸諸位，每當害病之時，就告訴自己：「因為你這傢伙偷懶，所以才有時間害病。」

諸位只要發起勤勞的精進心，諸佛菩薩，護法龍天，一切善神，都會給你加持，使得你的

心力幫助你的體力。 

 

  這並不是叫大家不要害病，生病是正常的事，但是害病以後，心裡不要認為自己已經

沒辦法了！心裡要保持健康，相信自己還可以做一點事。如果真的病倒，什麼事情都不能

做的話，你們還能做一件事－念佛。嘴巴念不動時還可用心念，只要心裡在念佛，也算是

勤勞。李登輝先生、國防部長陳履安先生都是大忙人，他們卻都有時間打坐。他們那麼忙，

那有時間呢？有，特別忙的人一定有時間；不忙的人反而沒有時間，為什麼？因為寶貴生

命、珍惜時間，就會善用時間；不知生命可貴、不懂時間無價，就不爭取時間。 

 

 

 

 

 

勤 勞 健 康 最 好 

本文摘自--《 法鼓山的學佛與修行：四眾佛子共勉語 》 



 

 

 

 

 

 

 

 

 

 

 

 

 

 

 

 

 

 

 

 

 

 

 

 

 

 

 

 

 

 

 

 

 

追 求 平 安 

從 互 信 出 發 

 都 是 新 的 

 

有些人工作久了，或是修行方法用久了，就

會覺得乏味。有次禪七，一位女眾便對我抱

怨說，每次都用相同的方法禪修，實在無聊

得坐不下去了。 

因為她是農禪寺一位廚藝相當出色的義工 

，我便反問她說：「你每次在廚房都做相同

的菜嗎？不可能！每片菜葉都是新的，每一

塊豆腐都是新的，做出來的每一道菜也是新

的，不可能有一樣是舊的。即使是剩菜重

煮，也是重新加熱過了的。」 

  她聽後覺得很有意思。對啊！每次做菜

時，任何一樣東西都是新鮮的，每一刀切下

去，每一盤菜端上桌來，都是新的。於是，

當她重新入座用功時，便感到非常高興：

啊！又是一次新的呼吸、新的數目、新的腿

痛、新的背痛，都是活在新鮮的感覺裡。因

此，她坐得住一炷好香。                               

--本文摘自《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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